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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区

全省首推“居家养老”

自 2006年以来，金水区率先在河南省推行“居
家养老，政府埋单”养老模式，即政府掏钱请服务员，
派到老人家中侍候老人，并且根据老人的情况，给予
不同程度的补贴。

与此结合的是建立社区托老站。托老站内有
活动室、餐厅、图书室等，既是老年人聚会活动的
场所，又是老年人吃饭的场所，其中餐厅的“小餐
桌”服务尤其受到老年人的欢迎。家住农科院社
区的刘大妈是“小饭桌”的常客，白天通常独自在
家，饭量小，做的饭经常会剩下，造成浪费，“小餐
桌”既以较低的代价免除了老年人的“重担”，又避
免了吃不完浪费的情况。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金水区目前托老站的建
设模式分为自营和民营两种。自营托老站是社区直
接利用闲置、租赁或新建房屋，参照金水区社区托老
站建设参考标准建设，建成后由社区自行运营管理，
对本辖区内需要服务的老人提供日间照料、就餐、休
闲娱乐等托老服务。托老站建设所需资金由区财政
与各镇、街道办事处共同承担。而民营托老站是由
企业或个人出资，参照金水区社区托老站建设参考
标准建设。建成后托老站由出资方自行运营管理，
对本辖区内需要服务的老人，提供低偿微利的托老
服务。投入运营后，区财政按照金水区社区托老站
评估验收办法及资金补贴标准给予补贴。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冯真真）
中秋佳节将至，记者昨日从郑州绿博园
获悉，9月 19日至 21日，由省文联主办，
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市文联等承办的“我
们的节日——2013中国（郑州）中秋文化
节”将在该景区举行。

据了解，此次活动以邀市民体验中
秋民俗文化为主题，由民间文化展示、
民间艺术品展销、民俗表演及中秋主题

晚会四大板块构成。9月19日至10月7
日，在该景区科普馆综合展示区，将举
行山西、陕西、河北、山东、安徽、河南六
省中秋文化民间工艺美术联展，游客可
欣赏到与中秋文化主题相关的泥塑、版
画、贴画、刺绣、烙画等艺术品。同时，
主办方还将举办中原农民画展、现代民
间泥塑展、河南民间工艺美术获奖作品
回顾展、民间中秋书画展、民间陶瓷艺

术展、现代刺绣艺术展等多个展览。
除了在室内看展览，市民漫步该

景区中心广场，还可欣赏到精彩的中
原民间工艺绝活表演、河南老字号、中
原贡品展。中秋节当晚，相关部门还
将在枫湖广场露天举行“中国节、中国
梦”中秋主题晚会，游客可边看精彩表
演边赏明月，边品月饼，还可参加祈福
放河灯活动。

明天，我能在社区舒心养老吗？
本报记者 王影 聂春洁 实习生 郑慧玲 文/图

核心提示：根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快
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今年第四季度，也
就是下个月起到年底前，全国各地老城区和已建
成居民小区，要陆续通过购置、置换、租赁等方式，
开辟养老服务设施，不得挪作他用。

所谓社区养老，是指老人住在家里，由社区
承担养老工作或托老服务,比如社区办老年饭
桌、送餐上门、家庭病床、料理家务等。据市民

政局工作人员介绍，早在 2010 年，全市 60 岁以上
人 口 已 经 突 破 100 万 ，占 郑 州 市 总 人 数 的
13.6%。其中 90%的老年人不愿意离开熟悉的环
境，选择了在家养老。为满足这种需求，郑州各
城区近几年广泛推行社区养老，目前金水区、二
七区、中原区探索社区养老模式均取得突破。
究竟哪个居家养老模式更值得借鉴，记者带你
一探究竟。

中原区

政府当起“监督员”

中原区自 2009年起开始实行政府监管、给予补贴，由
专业化的养老企业经营的居家养老模式。位于桐柏路办事
处的晶华城小区就是最好的例子。

走进晶华城小区，就能看到偌大的招牌：晚晴社区托老
互助中心。此服务中心服务于整个辖区的老人，其中孤寡老
人、空巢老人等特定群体享受政府的补贴。郑州晚晴社区托
老互助中心在晶华城小区内设有信息室、活动室、医疗室，以
及提供宿食的托老站。此外，晚晴社区托老互助中心还开通
服务热线，老人有任何需求都可以拨打；在取得老人家人同
意的前提下在老人家中安装视频监控仪器，远程查看老人在
家的情况，以备意外发生时在最快时间内得知。

“9615599信息平台的开通，让受助群体更大，提供的
助老服务更细微。”晚晴社区托老互助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在晶华城社区附近居住的尚阿姨就是其中一个受益者，
尚阿姨的丈夫患有脑血栓已经卧床十多年，由于不愿意把
老伴送到养老院，今年60多岁的尚阿姨十年如一日承担着
繁重的照料工作，身体也越来越吃不消，自从有了托老站以
后，尚阿姨不定期将老伴送来小住几日，让自己也有了休息
的机会。

全托是中原区托老站的重点服务项目，工作人员介绍，
在托老站内居住的老人，多是因为行动不便而家人因为上
班等原因无法得到全天照顾，但是离家近，孩子们下班时即
可过来探视，有时间时也可以将老人接回家中住宿，比养老
院更方便、更人性化。

二七区

政府出资“聘”企业管理

二七区的居家养老服务工作从 2008年开始
进行，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专业化养老
服务机构为辖区老人提供买菜做饭、清洗衣被、打
扫居室、陪同聊天等生活照料服务，服务费用由政
府补贴。老人根据家庭状况和经济条件的不同，
分别得到免费、低偿、有偿的服务。

长城康桥社区的银龄之家则是二七区居家养
老的另外一种模式——社区托老站。这是由社区
提供场地、政府出资建设，民办养老机构提供服务
的一种老年养老活动中心。“银龄之家”有书香阁、
网乐吧、棋牌室、康检室、手工室。书香阁四壁排
满崭新的书籍，长桌上放着一个收纳筐，里面有放
大镜、老花镜等，足见服务人员的细心和体贴。

“自从有了‘银龄之家’这个活动阵地，社区老
人们的心齐了，合唱团、舞蹈团都成了气候。”今年
74岁的朱德洪说，养老不仅是柴米油盐的帮扶，
精神帮扶也很重要，“我们老年人爱热闹，现在我
每天吃过早饭就来这里，不唱歌的时候，和老伙伴
们下下棋、聊聊天也是好的。”

郑州的社区养老模式正呈现百花齐放之势，
究竟哪一种是你乐意在自己小区见到的，或者您
对居家养老有更多的想法和建议，可以拨打本报
新闻热线 67655555，或者登录本报官方微博@郑
州日报告诉我们。

第二部“慈善微电影”上线

长8分钟 主线为《志愿者》

本报讯（记者李娜）在我市第六个“郑州慈善日”到来
之际，14日下午，我市第二部“慈善微电影”正式上线。该微
电影长达8分钟，以《志愿者》为题，彰显郑州慈善总会“安
老、扶孤、助学、济困”的理念。

该部微电影以慈善“志愿者”的英文Volunteer为整
部微电影主线，整个单词中将每个字母拆分成 9个具有
正能量的单词，通过9名不同的志愿者逐一进行表述，延
伸为以下排序：virtuous 善良、optimistic 乐观、LOVE 爱
心 understand 理解、now现在、team 团队、endeavor努
力、energy能量、responsibility责任 。

该片中，每个词语都将从一名郑州慈善志愿者的不
同视角来展现，当 9名郑州慈善志愿者的采访和生活记
录过后，电影最后将通过郑州慈善总会的多项公益活动，
将9人从镜头的不同地方汇聚在一起。

据悉，2012年9月，由郑州慈善总会筹划拍摄的第一
部郑州慈善微电影正式上线，开创了以微电影形式宣传
慈善工作的先河。

“五进”千家行解民忧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段秋萍）“村里面现在

办理农村医保的比例有多少？年轻劳力们找工作的情况
如何？”近日，中原区检察院“五进”千家行大走访活动中，
干警们走到村民身边，听取村民们反映问题。

当日，在了解村民基本情况后，座谈会上，村负责人
对由于村务不够公开透明、在政务管理中随意性较大，程
序意识、规范意识不强的问题作了检讨，并表示在今后的
工作中会时刻代表群众利益。中原区检察院的干警们也
表示，将经常深入群众，随时提供法律服务。检察机关对
群众反映的问题都会及时汇总梳理，明确解决措施、明确
给予回复。

据介绍，此次“五进”（进乡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
进机关）大走访活动，中原区检察院共走访单位65个。

本报讯（记者 张丽霞）如
何对职工进行安全生产教育，
还是原来的开会吗？公交一公
司在开展日常安全生产培训的
同时，又创新地运用了“微信”
群，通过在“朋友圈”发布各种

安全生产、日常维护、常见故障
排除等内容的信息，深受年轻
职工的欢迎。该“微信”平台由
负责车辆管理工作的人员建
立，定期发布安全生产法律法
规，传达公司各项宣传性文件。

500余志愿者街头骑行

呼唤关爱老人

本报讯（记者 李娜）昨日上午，在升龙广场、二七广
场、紫荆山广场、二七万达广场、中原万达广场，一个个骑
着单车的红色身影成了一道道靓丽的风景。

在 2013 年郑州慈善日来临之际，市老年骑协志愿
者、中原网青年单车志愿者等郑州慈善志愿者500余人，
骑行在绿城街头，张贴关爱老人海报、慈善日海报，发放
慈善日宣传页，用自己微薄的力量传递对老年人的关爱。

53岁的郭慧是市老年骑协的新成员，这一次是她第
一次以慈善志愿者的身份参加活动。他说：“退休了还能
出来为大家做点事，很有意义、很开心。”年轻的赵迪是市
区某骑行俱乐部的成员，昨日，俱乐部组织了100多名会
员参加活动，“以前总觉得慈善是有钱人才能做的事情，参
加活动多了才发现，其实，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做很多事。”

“这次单车骑行是今年慈善日系列活动的一部分。”
市慈善总会社会工作部负责人表示：“我们希望通过这样
的活动，唤起更多的人关爱身边的老人。”

随着硕果累累秋天的到来，近郊采摘游开始火爆。昨日，不少市民趁双休日到马拉湾红
梨基地采摘新西兰红梨。 本报记者 许大桥 摄

本报讯（记者 张丽霞 通
讯员 杨玉祥）昨日，郑州公交
四公司新增 30 辆双开门中巴
车。据悉，本次新增中巴车辆
将用来填补东区新开微型公交
线路。

去年郑州开通 13条“微型
公交”线路后，作为我市公交

“快速线路、主干线路、支线路”
三级线网结构中支线网的重要
组成部分，“微型公交”极大地
方便了城市支路线网沿线居民
的出行，有效解决居民距离家
门口“最后一公里出行”难题。
据介绍，本次新增的中巴车是
双开门空调车型，比一个门的
常规中巴车稍长近 2 米，车内

座椅设计舒适度、车厢空间位
置更加科学、合理。“东区将新
开的微型公交线路可以和东区
公交长线、大站、快线的公交形
成无缝对接，既提高了市民出
行的方便性，又提高了市民出
行的效率。”郑州公交四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

为加快发展支线微型公交
网络，2012~2014 年市公交总
公司每年将陆续新增微型公交
线路 10条以上，微型公交线路
将达到 60条。同时，完成支线
网的布局规划调整，形成公交
快线、干线、支线和微型线分工
明确、衔接顺畅、运营高效的公
交运营网络。

趁爸爸等信号灯的间隙

三岁妞妞悄悄溜下车……

有惊无险，警民联手孩子找到了

本报讯（记者 郑磊 通讯员 李四信）骑车带孩子去报
培训班，班没报成，孩子却不见了。父亲心急如焚，幸亏
有民警和巡防队员爱心接力，警民联手找回了孩子。

昨日上午，市民杜先生骑车带孩子前往文化路黄河
路附近，准备给俩孩子报培训班。一路上，他将4岁多的
儿子放在电动车车座前，而 3岁多的女儿则坐在电动车
后座。到达地点准备停车时，杜先生却傻眼了：后座上的
妞妞不见踪影，这让他心急如焚，赶忙向附近巡逻的经八
路巡防队员求助。听了杜先生陈述，队员建议他赶紧回
头去找，并报警，之后，巡防队员用电台通知附近巡逻的
同事一起帮忙，并告知女孩的年龄、体貌特征。

此时，文化路派出所交管巡防大队民警吴兆华接到
110指令，有市民报警称，文化路农业路附近有小女孩哭
喊着找家人，吴兆华与同事赶紧驱车赶往现场。热心市
民告诉民警，当时小女孩一个人过马路，而旁边并没有大
人护送，十分危险，于是将女孩抱到路边并报警。吴兆华
迅速向 110反馈，告知小女孩衣着打扮，体貌特征，之后
带着她四处寻找家人，无果后只得将其带回文化路派出
所值班室。

杜先生被告知孩子已经被民警接到了文化路派出所
后，急忙赶来。在派出所内，父女相见，杜先生拉着吴警
官的手连声说谢谢。原来，在农业路口等信号灯时，由于
等待时间有些长，好动的妞妞就悄悄从后座上溜了下来，
而杜先生却全然不知，直到到达目的地停车时，才发现后
座的妞妞不见了。

巡防队员提醒，幼儿坐电动车最好放在大人前边，
“如果真要坐后座，一路上要同孩子说话，并让孩子抱着
自己，以免出现意外”。

绿博园中秋文化节周四启幕

近郊采摘游火爆“微型公交”再添30辆

工作人员正在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

托老站的老人在锻炼身体


